
 联 合 国   S/2014/729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3 October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4-60684 * (C)    301214    301214 

*1460684*  
 

 

  2014 年 10 月 10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的第 1572(2004)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的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随信转

递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的中期报告。 

 请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本信和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的 

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克里斯蒂安·巴罗斯(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重发。 

http://undocs.org/ch/S/RES/1572(2004)
http://undocs.org/ch/S/RES/1572(2004)
http://undocs.org/ch/S/RES/157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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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9 月 9日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给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成员谨随信转递专家组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153(2014)号

决议第 27 段编写的中期报告。 

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 

Roman Brühwiler(签名) 

Raymond Debelle(签名) 

Sherrone Lobban(签名) 

Roberto Sollazzo(签名) 

David Zounmenou(签名) 

 

 

http://undocs.org/ch/S/RES/1572(2004)
http://undocs.org/ch/S/RES/215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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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科特迪瓦政府在建设和平的进程中，为促进和巩固和平与安全进行了改革。

迄今已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前战斗人员的复员、非军事化和重返社会，安全部

门改革，民族和解和打击有罪不罚。尽管迄今取得了进展，但由于该国境内存在

大量依然下落不明的武器和弹药，专家组对 2015 年总统选举之前的安全与稳定

仍感到关切。 

 科特迪瓦安全局势的改善对该地区具有积极的影响。在那里，利比里亚的雇

佣军和科特迪瓦的民兵依然十分活跃，尤其是科特迪瓦境内的活动和相关的武装

攻击继续与亲巴博政权的激进派成员相关联。这些成员继续大力招募和资助战斗

人员。 

 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方面，有三大关切问题：复员的战斗人员

人数与收缴的武器数量不一；存在大量未经登记的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的标准

不一。 

 在边界管制方面，专家组关切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基础设施和设备，重返社

会进程效率低下，受过培训的人员数量不足。这些问题削弱了海关当局等部门有

效执行任务的能力。 

 在武器禁运方面，将民用车辆改装为武装军用车辆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此

外，专家组查明了 2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发生的涉及多管火箭炮、重机关枪、

相关弹药和车辆的违禁行为，其中有些与苏丹制造的相似。 

 在自然资源方面，专家组正在与工业和采矿部以及科特迪瓦金伯利进程常设

秘书处密切合作，并欢迎钻石部门迄今取得的积极进展。 

 走私可可和黄金的活动仍在继续。2013 年，尤其是西部的当地民众与邻国国

民之间围绕土地保有权的紧张态势造成严重的安全事件。 

 为查明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与购买武器和有关物资及活动的筹资之间的直接

联系的调查在持续进行。专家组还在这方面重点关注建立在勒索、洗钱和敲诈基

础上的非法并行收税制度及其与威胁该国和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团体或活动的

可能联系。 

 专家组指出，向科特迪瓦有关部委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答复。例如，国

防部依然没有批准让专家组能够自由进入军事地点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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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专家组于 2014 年 6 月 15 日开始实地工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的活

动包括与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科特迪瓦政府当局开会，以获取与调查有

关的信息。专家组访问了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和荷兰。此外，专家组在科特

迪瓦全国进行了实地访问。专家组举行的会议和磋商清单见附件 1。 

2. 专家组在上一次报告(S/2014/266，第 5 段)中对宏观经济恢复情况提出的见解

依然有效，因为宏观经济指标依然对该国有利。可可和石油收入，加上对基础设施

项目的主要投资，使 201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达到 8.6%。据估计，2014

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将保持在 8%以上。专家组欢迎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继

续努力减少依然居高不下的勒索行为。专家组还注意到，政府在履行其武器禁运义

务方面有所进展。2012 年，专家组从国防部那里拿到通行证，使其能前往科特迪

瓦的军事地点。然而，专家组提出为现任务颁发一张新通行证的要求仍未得到答复。 

3. 尽管迄今取得了进展，但专家组对 2015 年总统选举前的安全与稳定局势依

然感到关切。关于独立选举委员会的辩论、包括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在内的各主要

政党行为体的参与和各方愿意和平接受选举结果或将不合规定之处提交机构机

制解决的意愿，都影响到科特迪瓦和平进程的巩固。 

4. 在撰写本报告时，专家组按照第 2101(2013)号决议提交的最后报告中对科特迪

瓦政治和安全局势表示的看法(S/2014/266，第 4、8 和 9 段)依然有效。专家组注意

到，该国打击有罪不罚的努力仍处于暂时中止的状态，因为迄今为止，“新生力量”

的前领导人没有一个因 2002 年至 2011 年期间犯下的罪行而受到起诉。此外，专家

组认为，前地区指挥官在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通过犯罪活动，聚积了更多的资

金，一旦政治和安全局势恶化，就违反制裁制度，将此用于购买武器和有关军用物

资。 

5. 安全理事会在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11 段中，决定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之

前，根据实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和安全部门改革、民族和解和消除

有罪不罚局面的进展，审查该决议第 1 至 10 段规定的措施。专家组正在密切监

测这方面的新情况，并打算在定于 2015 年 4 月提交的最后报告中，彻底评估在

这四个支柱方面的进展。 

6. 专家组指出，本报告所述的各种调查尚在进行。因此，专家组打算在最后报

告中，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详情和完整的个案研究。 

调查方式 

7. 专家组采用了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的证据标准

(S/2006/997)。专家组依据文件并尽可能依据专家本人的现场直接观察得出结论。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http://undocs.org/ch/S/RES/2101(2013)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http://undocs.org/ch/S/RES/2153(2014)
http://undocs.org/ch/S/200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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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家组注意到科特迪瓦为防止埃博拉感染蔓延而采取的行动，特别是从 2014

年 8 月以来，对来自或途经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人关闭了边界。 

9. 专家组注意到，联合国各正式语文对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6 段的译法不

尽相同，愿在这方面寻求委员会的指导。 

按专家组要求提供信息的情况 

10. 专家组在执行任务的第一阶段，向会员国、国际组织、私营实体和个人几次

发出正式函件，并打算在最后报告中全面报告收到的回复。 

与制裁有关的区域问题 

11. 专家组在上一次报告(S/2014/266，第 23 段)中对区域问题表达的看法依然有

效。尽管科特迪瓦安全局势的改善对区域具有积极的影响，但专家组强调指出，利

比里亚境内的雇佣军和科特迪瓦境内的民兵依然十分活跃。专家组依然认为，亲巴

博的激进派、科特迪瓦的民兵和利比里亚的雇佣军与科特迪瓦国内的政治动态有密

切联系。 

与其它制裁监测组和各种小组之间的合作 

12. 专家组与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始终保持工作关系，高潮是于 2014 年 7 月

开展了一个联合行动。小组还与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小

组和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开展合作并交流信息和看法。 

与科特迪瓦当局的合作 

13. 专家组与科特迪瓦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多次举行高级别会议。但令专家组

感到关切的是，给政府的几封正式信件依然没有收到回复。 

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合作 

14. 专家组在执行任务期间得到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的宝贵支持，对

此专家组谨表示感谢。联科行动通过其综合禁运监察股，继续向专家组提供办公

室、运输和行政支持。该股继续与专家组交流信息。但专家组要强调指出，该股

人手不够，缺乏武器专家和自然资源专家。这影响专家组获得有关信息的能力。 

 二. 对科特迪瓦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A. 民兵和雇佣军 

15. 专家组调查了对科特迪瓦和平与安全继续构成威胁的个人和最近的事件。

2014 年 2 月 22 日和 23 日以及 4 月 14 日和 15 日期间，武装分子攻击了科特迪瓦

西部地区 Grabo 和 Feteh 的村庄，造成 14 人死亡，其中 11 人是平民，另 3 人是科

http://undocs.org/ch/S/RES/2153(2014)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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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迪瓦共和军的士兵。途中，攻击者还在利比里亚的 Kabo Wate 村庄杀害了 3 位平

民。 

16. 如专家组在前几次报告1
 中同样指出的，2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前“国防

和安全部队”的成员、“青年爱国者”和经过训练的战斗员(民兵)越过边界进入利

比里亚，在那里与洛朗·巴博担任总统期间雇用的雇佣军重新建立了联系，并继

续在难民中招募成员。他们在自称属于亲巴博政权激进派的流亡政治和军事领导

人指挥下，联合进行跨界攻击。专家组收集的信息表明，这种情况目前仍在继续。 

在 Grabo 和 Feteh 实施的攻击 

17. 两次攻击均有三路人马汇合到Grabo和Feteh：一路是在利比里亚Little Wlebo

难民营招募的科特迪瓦难民2
 (见附件 2)；一路是前利比里亚战斗员；还有一路

是来自阿比让的前爱国和平组织成员。这些团体是主要流亡在加纳的亲巴博政权

激进派建立和控制的所谓“末日审判决战连”的一部分。 

18. 虽然最初将攻击归结为社区之间的土地纠纷，但专家组注意到，土地纠纷并不是

主要动机。专家组查明了至少两个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动态，将在最后报告中提出调查

结果。 

19. 首先，专家组注意到，这些攻击是破坏该国稳定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专家

组已经查明，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即 Justin Kone Katinan、Alphonse Gouanou 上

校、Henri Tohourou Dadi 上校、Damana Pickass、3
 Fulgence Akapea 指挥官、Patrice 

Loba 专员和 Gnawa 专员(又名“Kabila”)，4
 是亲巴博政权激进派的主要指挥和控

制人员。专家组强调，Koudou Gnango Jean Didier(又名“PKM”)和 Ouei Kouah 

Rodrigue(又名“AA52”)
5
 也是“末日审判决战连”的一部分。这两名地方指挥官

是 2012 年在阿比让数次发动攻击的罪魁祸首。两人都于 2013 年被科特迪瓦安全部

队逮捕。 

20. 专家组发现，这支部队还参与了 2013 年 3 月 11 日的攻击。阿比让警校的训

练主任 Yao Brou Alain 将军在那次攻击中丧生。在战略一级，亲巴博政权激进派

计划使用这支部队对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发动攻击。 

__________________ 

 1 S/2012/196、S/2012/766 和 S/2013/228。 

 2 其中有些攻击者来自之前遭受攻击的村庄。 

 3 2014 年 3 月 22 日，科特迪瓦阿比让电讯报针对将夏尔·布莱·古德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一事发

表文章，使用了“准备战斗”、“除了作战别无他路”，或再次表示“[科特迪瓦]政府与我们之间

的对话彻底中断了”等词语(见附件 29)。 

 4 见 S/2013/228，附件 3。 

 5 同上，第 39 段。 

http://undocs.org/ch/S/2012/196
http://undocs.org/ch/S/2012/766
http://undocs.org/ch/S/2013/228
http://undocs.org/ch/S/20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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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二，专家组注意到，这些攻击并非社区成员之间的个别暴力行为。专家组

发现，这些攻击是 2013 年下半年以来亲巴博政权激进派策划和资助的，是在境

内开展的一连串武装攻击，主要从科特迪瓦西部发起。 

22. 这种攻击有三个主要特点：针对外国国民(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和马里)；破坏社区之间的关系；促使亲巴博政权激进派的流亡成员重新夺

回政治权力。专家组继续在调查为维持这种攻击而建立的资金网。 

23. 鉴于许多武器仍掌握在不愿参加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公民手

中，专家组担心，今后一旦发生攻击，目标社区的成员可能会诉诸武力回击，从

而造成周而复始的暴力和不稳定。专家组看到，攻击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使社区

陷于分裂。攻击还削弱了在社区之间建立信任的努力，损害了和解进程。 

24. 专家组注意到，亲巴博政权激进派小分化团体与现有安全机构的成员之间串

通舞弊。专家组将继续调查此事，并作出相应报告。 

招募战斗员 

25. 2014 年 7 月，曾看到 Didier Goulia(又名 Roger Tikouia)
6
 在地处利比里亚原

优质木材生产公司的难民营周围招募战斗员。他在筹资机制和传授指令方面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专家组打算调查并记录难民营内的招募战略。 

改善边界安全 

26. 2 月对 Grabo 和 Feteh 村庄的攻击表明，很难有效保卫该国西部地区的安全，

并表明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十分依赖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存在。 

27. 但专家组注意到，攻击发生后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并在该地区增加了科特

迪瓦共和军成员。为了推动地方经济，改善安全局势和增进社会凝聚力，正在制

订综合计划，规定设置兵营、建立学校、增派部队、并开展项目。 

 B. 未经整编的前战斗员 
 

28. 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管理局(复员方案管理局)计划至迟于 2015 年 6 月

完成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进程。复员方案管理局已经制定标准，以挑选可

从该进程中得益的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他们掌握的弹药和武器数量；他们是否

拿到了全国复员援助和社区恢复方案颁发的复员证(见附件 3)。复员方案管理局

还建立了察觉假复员的机制。 

29. 专家组注意到复员的战斗人员数量和收缴的武器有差异；而且重返社会标准

有含糊之处。专家组看到，与 2013 年相比，2014 年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战斗员人

数以及收缴的武器数量减少了，如下表所示： 

__________________ 

 6 2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活跃在 Guiglo 的亲巴博政权民兵前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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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和重返社会情况
a
 

 2013 年 2014 年 b
 

   武器 13 960 691 

复员和非军事化的战斗员 27 116 3 480 

 

来源：www.addrci.net。 

 a 见附件 3。 

 b 1 月至 8 月。 

30. 国防部长向专家组确认，2013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普查后，复员方案管理

局决定增加所考虑的前战斗员人数，从 64 777 人增加到 74 068 人(见附件 4)。 

31. 此外，专家组看到，存在大量未予登记的前战斗员。他们没有上交武器和制

服，并在担任安全警卫，参加武装团伙和非法运输协会，为一些军事指挥官牟利。

专家组有一张未经整编的前战斗员名单。这些战斗员最初由全国复员援助和社区

恢复方案登记。该机构在 2013 年被复员方案管理局取代。专家组打算与复员方

案管理局密切合作，处理这些案件。 

 C. Issiaka Ouattara 的犯罪网络和活动 
 

32. 2014 年 7 月 21 日，前区指挥官 Issiaka Ouattara(又名“Wattao”)
7
 中校被人

取代了其作为阿比让南区安全领导人兼指挥和行动决策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但他

手下的忠实成员试图武力抵抗将在阿比让“总服务机构”举行的接交仪式。 

33. 如今，Tuo Souleymane 中尉有效掌握了阿比让南区的领导权。但上述事件发

生后没几天，数百件国防部不曾登入国家武库的武器便从 Wattao 的住宅被转移到

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34. 专家组认为，Wattao 虽被人取代了，但依然掌控着一个在阿比让和全国各地

活动的犯罪网络。 

35. 专家组曾记录到 Wattao 在塞盖拉和多罗普开采钻石和黄金的非法活动(见

S/2014/266)及其对未予登记的前战斗员的控制(见 S/2013/605)。 

36. 此外，Wattao 通过一个名为 Hien Sansan Ludovic 的成员，在阿比让南部“汽

车集结站”进行勒索，令专家组感到关切。此人假装是共和国卫队的一名军官(见

附件 5)。“汽车集结站”是车辆集中的地方，以便为乘客提供交通服务。该地有

若干交通协会，根据每辆车的类型和路线收取费用。专家组注意到，Wattao 担任

阿比让南部安全的负责人后，开始利用现有的结构形式，要求每个协会定期付款。

__________________ 

 7 见 S/2008/598、S/2009/521、S/2011/272、S/2013/228、S/2013/605 和 S/2014/266。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http://undocs.org/ch/S/2013/605
http://undocs.org/ch/S/2008/598
http://undocs.org/ch/S/2009/521
http://undocs.org/ch/S/2011/272
http://undocs.org/ch/S/2013/228
http://undocs.org/ch/S/2013/605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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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分子胁迫并恐吓通勤人员照办。专家组注意到，在阿比让南部对“汽车集结

站”的勒索行为每月可牟利 5 000 万非洲法郎(约 100 000 美元)。 

37. 此外，专家组收集到大量信息，说明这一犯罪网络的成员参与了非法占楼、

暴力征用财产、土地和种植园等若干罪行。专家组还记录到在阿比让的武装抢劫

案件，造成人员死亡。此外，专家组收集到有关在阿比让至大巴萨以及

Yamoussoukro 至布瓦凯的要道上的偷窃和劫车案材料，包括使用武力；在政府所

在地和(或)Wattao 的住所进行、任意逮捕和拘留；在阿比让南部的当地市场非法

课税。 

38. 专家组收集的文件证实，Wattao 的私人警卫中有数人参与了上述活动。这些

人是 2006-2007 年在布瓦凯地区招募的。他们主要来自当地的犯罪人员。他们在

Wattao 的指挥下仗着他的保护继续从事其主要勾当。迄今为止，他们中大多数人

仍逍遥法外，包括逃入邻国。他们如若被捕，Watta 就亲自出马或让其手下人出

马干预放人。这就削弱了司法权威。在撰写本报告时，有迹象表明，Wattao 掌控

下的犯罪活动已扩展到该国经济的其他领域和部门。专家组将另文向委员会提供

更具体的信息。 

 三. 边界措施和管制 

39. 专家组在重点关注海关当局的重新部署，因为运作良好的海关业务对有效控

制边界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武器禁运方面。这对科特迪瓦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安全

也十分重要。 

40. 首先，由于海关当局在国家边界的战略位置和持续驻守，因此有能力在货物

和人员进入国境之前就对其构成的风险作出反应。第二，海关当局对国家和地区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确保货物的及时进口、出口和过境，从而使货物能在当地

和外部市场上市。最后，海关当局对国家收入贡献重大。2013 年，科特迪瓦海关

当局的收入共计 11 295.6 亿非洲法郎，占国内税收总额的 50.4%。 

41. 专家组在任务期间的第一阶段，视察了与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接壤的边界地区。

然而，由于大雨造成道路不通，专家组未能访问若干海关办事处和边防哨所(见附件

6)。 

42. 这些地区的安全由科特迪瓦共和军部队控制。考虑到过去的安全局势，特别

是最近在位于利比里亚边界的 Grabo 和 Feteh 村发生的攻击，专家组认为这一安

排是适当的。 

43. 专家组将在最后报告中提供对边界措施的全面评估，包括如何加强边界监测

能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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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专家组看到已在西部地区部署了海关当局。然而，一些因素继续严重影响海

关官员有效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45. 专家组注意到，西部边境沿线的海关办事处需予改进。这些办事处缺乏基

本的卫生设施、水电、核查车辆装载物所需的有顶蓬覆盖的空间和匝道、通讯

手段和车辆等。 

46. 一些海关办事处和边境哨所的位置距离实际边界很远。例如，Ouaninou 海关

办事处位于距几内亚边界 10 公里以外的地方。这增加了货物和人员在没有检查

的情况下进入科特迪瓦境内的风险。 

47. 专家组对几个地区缺乏通讯设备感到关切。专家组访谈的数名海关官员依靠

自己的私人手机，但某些地区没有移动电话信号(如与利比里亚接壤的西南边界地

区的 Prollo 海关办事处)，使海关人员没有任何通讯手段，从而限制了他们在紧急

情况下与同事协调或通知同事的能力。此外，所提供的武器非常有限，以致于海

关官员往往携带自己的私人武器，并彼此共同使用。 

48. 专家组注意到，走访地区的海关当局的监测能力较差。这点也得到了海关官员

的证实。专家组指出，可可走私者利用了海关当局这些众所周知的缺陷(见下文第 92

段)。这些走私者主要在夜间行动，因为缺乏设备和人员，夜间没有海关官员在边界

地区巡逻。这给安全带来风险，导致不能充分监测制裁制度并给国家收入造成损失。 

49. 海关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科特迪瓦海关当局表示，自 2005 年

以来没有招聘过人员。海关当局目前有 2 091 名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官员，其中

798 名在 51 至 60 岁之间。 

50. 2013 年，开始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中吸收 2 000 名前战斗人员。

虽然这可能提供亟需的人力，但专家组对他们受训不足的情况感到关切。这些前战

斗人员共接受了 5 个月的培训，其中 1 个月专门接受军事训练，4 个月接受基本的

海关培训，而不是通常为 12 个月的培训。海关当局告知专家组，由于缺乏资源，

吸收的前战斗人员可能无法得到进一步培训。专家组感到关切的是，2 000 名未经

充分培训的前战斗人员最终就这样上岗将进一步限制海关当局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四. 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 

 A. 军事地点的准入 
 

51. 联科行动尚未获准按照第 2153(2014)号决议的规定充分进出军事地点。联科

行动在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28 日期间开展了 186 次禁运检查，其中有 30 次

被有关部队的工作人员拒绝入内(见附件 7)。专家组成功开展了两次检查，其中

一次在联科行动的支持下开展。 

http://undocs.org/ch/S/RES/215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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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专家组感到关切的是，迄今为止，要求国防部提供通行证使专家组能自由进

出军事地点的请求尚未得到批准。 

 B. 将非致命性材料转变为致命材料 
 

53. 专家组在访问阿比让和全国各地时注意到，2012 年和 2013 年之间在通知制

度下购置作为民用车辆入境的一些从法国进口的ACMAT轻型战术车辆以及其他

民用卡车加装了自动武器底座，被改装为武装车辆。8
 

54. 专家组得以确定，车辆是在科特迪瓦共和军阿比让总部的修配所改装的(见

附件 8)。在以下一些部队中看到改装车辆：特种部队、“指挥和行动决策中心”、

“共和国总统特别保护小组”、“共和国卫队”和“保卫西部安全营”。 

55. 专家组还看到保卫东部、西北、西南安全营有改装车辆(见附件 9)。其中包

括配有 12.7 毫米机关枪的两辆丰田越野车和 4 辆皮卡，1 辆配有双管 14.5 毫米

(ZPU-2)机关枪的皮卡和 1 辆配有四管 14.5 毫米重机枪(ZPU-4)的皮卡。在第四步

兵营(科霍戈)至少看到 4 辆此类车辆。 

 C. 在 2011年选举后危机期间发生的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 

56. 专家组对 2011 年违反制裁制度为“新生力量”运送重型武器进入科特迪瓦

事件开展的调查采取了后续行动。 

科霍戈的第四步兵营 

57. 专家组在科霍戈第四步兵营的营地看到 2011 年违反制裁制度进入科特迪瓦

的多管火箭炮、重型机关枪、有关弹药和车辆以及改装为军用车的民用车辆。该

营由前指挥官马丁·夸库·福菲埃9
 指挥。此人目前受联合国制裁。 

58. 专家组还在同一地点看到“新生力量”在攻击阿比让时缴获的两架多架管火

箭炮(BM-21，口径 122 毫米)。所看到的所有多管火箭炮都带有 GASPM(总理独

立安全小组)的标志，即 2007 年为时任总理的纪尧姆·基格巴福里·索罗设立的

近身保护部队10
 (见附件 10)。但 BM-21 是在实施禁运之前购置的。加上这两架

BM-21，专家组在科霍戈第四步兵营共看到 8 架多管火箭炮(见附件 11)。 

__________________ 

 8 轻重机枪(口径自 7.62 毫米至 14.5 毫米)。 

 9 见 S/2006/735、S/2006/964、S/2007/349、S/2007/611、S/2008/235、S/2008/598、S/2009/188、

S/2009/521、S/2010/179、S/2011/272、S/2011/642、S/2012/766、S/2013/228、S/2013/605 和

S/2014/266。这些报告中已提到指挥官马丁·夸库·福菲埃。 

 10 该部队在索洛先生 2012 年获任国民议会主席时解散。 

http://undocs.org/ch/S/2006/735
http://undocs.org/ch/S/2006/964
http://undocs.org/ch/S/2007/349
http://undocs.org/ch/S/2007/611
http://undocs.org/ch/S/2008/235
http://undocs.org/ch/S/2008/598
http://undocs.org/ch/S/2009/188
http://undocs.org/ch/S/2009/521
http://undocs.org/ch/S/2010/179
http://undocs.org/ch/S/2011/272
http://undocs.org/ch/S/2011/642
http://undocs.org/ch/S/2012/766
http://undocs.org/ch/S/2013/228
http://undocs.org/ch/S/2013/605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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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苏丹产品特点的武器 

59. 专家组发现在选举后危机期间违反制裁制度购置的 6 架多管火箭炮和 3 挺重

机枪。这些武器系统的状况良好，说明它们仍得到定期保养。 

60. 专家组注意到，6 架多管火箭炮的技术特征(107 毫米口径，12 筒，射程约 7

公里)与苏丹制造的武器相似(见附件 12)。这些多管火箭炮安装在丰田越野型皮卡

上。这些多管火箭炮在“新生力量”于 2011 年 4 月发动进攻控制阿比让之前，

运抵达布瓦凯并被安装在车辆上。 

61. 此外，专家组发现了出产于 2011 年的 3 挺重型机枪(口径 12.7x108 毫米)，

与苏丹制造的武器相似(见附件 13)。 

除去标记的重机枪  

62. 专家组在同一地点看到一辆配有一架单管重机枪 ZPU-1(口径 14.5 毫米)的丰

田越野车。专家组注意到，机枪的标记和序列号已被抹掉(见附件 15)。 

改装的其他民用车辆 

63. 专家组注意到装有自动武器底座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并发现了可随时安装的

其他 8 个底座(见附件 16)。 

审查在配有多管火箭炮的车辆内发现的文件 

64. 专家组发现，有 3 辆车的运输条码标签显示交货港为努瓦克肖特(见附件 17)。 

65. 此外，专家组分析了在其中一辆配有多管火箭炮的车上发现的各种文件(见

附件 18)。在这些文件中，专家组发现了日期为 2011 年 2 月的特派令，上面的姓

名是 Souleymane Zebret，地点是瓦加杜古。 

66. 该文件由 Souley 上尉连署。此人在文件上的身份是“财政中心”官员，在此

奉“新生力量”总书记的命令行事。专家组得以确定，名字出现在文件上的 Zebret

先生与“新生力量”总书记紧密合作。除其他外，他的作用涉及为“新生力量”

购置军事装备。 

67. 在同一辆车上，专家组还发现了有关武器和弹药的其他文件，包括关于 PG-7

榴弹和一批 2010 年生产的弹药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载有夜视功能双筒望远镜

和 AGL 其他光学设备的信息。专家组正在设法确定“AGL”是否是指自动榴弹

发射器 QLZ-87，如苏丹在 2011 年购置的自动榴弹发射器，其零部件和弹药已在

科特迪瓦发现(见 S/2013/228)。 

68. 专家组没有得到国防部的确认，证实多管火箭炮和上述重机枪已在科特迪瓦

共和军的武库中登记。 

http://undocs.org/ch/S/20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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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关于重机枪，专家组注意到，其中一挺已由 ADDR 作标记(见附件 13)。 

70. 专家组担心不在科特迪瓦共和军储备中的这类设备，尤其是重炮，会落入目

前在受联合国制裁的前地区指挥官马丁·福菲埃手中。专家组认为，这种情况构

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在选举临近之时。 

 D. 2011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进口的武器配件和弹药 

QLZ-87 发射器的配件 

71. 联科行动在阿比让 Treichville 对“共和国卫队”进行检查时，记录到 2006

年中国产的 QLZ-87 自动榴弹发射器配件，其中包括光学瞄准镜。在其中一个武

器底座处发现了日期为 2011 年 1 月的检查单(见附件 19)。中国当局确认，他们

在 2011 年向苏丹出口了有相同标识的上述物资。 

与 QLZ-87 相关的弹药 

72. 2013 年 10 月，专家组在阿比让阿尼亚马发现了 DFJ-87 和 DFS-87 型号的约

120 枚手榴弹，口径 35x32SR 毫米，标识显示产于 2008 年(见附件 20)。这些手

榴弹可配合中国制造的 QLZ-87 自动榴弹发射器使用。 

有类似苏丹产品特点的 82毫米迫击炮储备弹药 

73. 2013 年 11 月 5 日，联科行动在阿比让阿尼亚马检查了全国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方案登记处理的弹药。这批物资中有 82 毫米的迫击炮弹，标记与苏

丹产品相似，产于 2011 年(见附件 21)。 

有类似伊朗产品特点的 PG-7 弹药11
 

74. 专家组在科霍戈检查第四步兵营时，看到两种类型的 PG-7-AT 榴弹。榴弹的

标记显示产期为 2001 年，有类似伊朗产品的特征(见附件 22)。 

75. 专家组看到在阿尼亚马发现的武器和弹药可能与在科霍戈第四步兵营发现

的武器和弹药有联系，将就此继续开展调查。 

 五. 威胁和平与安全活动的筹资 

 A. 自然资源 
 

关于钻石的后续行动 

76. 安全理事会从 2014 年 4 月 29 日起，依据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13 段，解

除了第 1643(2005)号决议第 6 段对科特迪瓦生产的毛坯钻石实施的出口禁令。 

__________________ 

 11 专家组已经记录了苏丹和伊朗弹药在军事营地共同存在的情况(见 S/2013/228 和附件 23)。 

http://undocs.org/ch/S/RES/2153(2014)
http://undocs.org/ch/S/RES/1643(2005)
http://undocs.org/ch/S/20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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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专家组按照安全理事会在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14 段中的要求，与工业和矿

业部、金伯利进程科特迪瓦常设秘书处、财产权和手工钻石开发项目、科特迪瓦之

友密切合作，协助科特迪瓦向制裁委员会报告为执行其钻石行动计划采取的措施。 

78. 对塞盖拉的走访表明，雨量异常大的雨季严重阻碍了钻石开采活动，以致于

与 2013 年的水平相比，生产水平大幅下降(见 S/2013/605)。 

79. 科特迪瓦国营采矿公司“科特迪瓦矿业开发公司”在其设在塞盖拉地区的厂址

为手工钻石工人、主管和钻石购买者进行登记并提供基本培训12
 (见 S/2013/605，

第 116 段)。 

80. 专家组欢迎金伯利进程科特迪瓦常设秘书处成员在 2014 年 7 月 21 日得到任

命(第 208/MIM/CAB 号部长令)(见附件 24)。 

81. 7 月 25 日，专家组应邀出席在阿比让举行的会议，有意申请钻石商行经营许

可的国家和国际运营商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营者的职权范围文件预计将于 2014

年 9 月发布。 

82. 2014 年 8 月 6 日，金伯利进程科特迪瓦常设秘书处与专家组共享了秘书处

2013-2014 年钻石产业活动的行动计划。计划已获工业和矿业部的批准(见附件 25

和 26)。在这方面，科特迪瓦需在 2015 年年初接受金伯利进程的审查访问。 

83. 然而，科特迪瓦当局确认，在没有正式设立钻石商行的情况下，塞盖拉的钻

石继续被非法出售，具体模式与专家组在其以往的报告(S/2014/266)中所述的情况

相同，因此该报告的描述仍然有效。专家组注意到，钻石行动计划包括使塞盖拉

的钻石购买群体能敏感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金伯利进程最低标准的合法的钻

石贸易链。在这方面，专家组欢迎工业和矿业部根据专家组以往报告中的建议，

强调应对申请钻石商行经营许可的个人和公司开展背景调查和尽职核查。 

黄金 

84. 2014 年 3 月 24 日，科特迪瓦通过了新的采矿守则(2014 年 138 号法令)，其

中包括对半工业(第 52 至 63 条)和手工采矿(第 64 至 75 条)的规定，以及对毛坯钻

石和黄金的具体规定(第 100 至 108 条)。目前正在起草实施法令。专家组欢迎新

采矿守则明确提到善政、赤道原则、遵守金伯利进程与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第 117

至 120 条)。 

85. 专家组注意到，2013 年发生涉及黄金矿工的几起致命事件后，当局决定暂停

开采黄金的活动，但很少在实地强制执行。无管制的手工黄金开采主要由来自次

区域(即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多哥)的矿工从事。手工黄金开采者不但在土地保有

__________________ 

 12 到目前为止，科特迪瓦矿业开发公司已经登记了 2 655 名手工钻石工人、263 名合作社成员和

215 名购买者。 

http://undocs.org/ch/S/RES/2153(2014)
http://undocs.org/ch/S/2013/605
http://undocs.org/ch/S/2013/605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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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方面与原住社区之间产生紧张关系，还严重破坏土地并造成化学品污染(主要是

汞和氰化物)，威胁农业和种植园。 

86. 专家组收集到的证据表明，与新生力量武装部队前地区指挥官有关的网络

促进了黄金的非法手工开采，这些指挥官从黄金销售中获利。前地区指挥官

Herve Toure“Vetcho”仍然通过他的手下“Ben Laden”13
 控制卡蒂奥拉地区(特

别是达咖矿址)的黄金运作。Vetcho 为淘金者提供垫款，以 12 000 至 13 000 非

洲法郎/克的价格从他们那里收购黄金，再在阿比让以 19 000 非洲法郎/克的价

格出售。14
 

87. 专家组继续跟踪在布纳地区的非法金矿运作和在布基纳法索的黄金走私活

动(见 S/2014/266)。为此，专家组与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的一些从布

基纳法索购买黄金的黄金精炼厂取得了联系。这是为了评估他们的尽职调查措施

和进口、加工在科特迪瓦非法开采的黄金并将其作为布基纳法索原产的黄金在合

法市场销售的潜在风险。专家组将在任务期内访问上述精炼厂和下游经营单位。 

88. 专家组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在亚穆苏克罗和塞盖拉之间的地区有使用疏浚河

流船只和设备从事的非法淘金活动(见附件 27)。目前有多达 25 艘疏浚河流船只

在运作，每艘平均每月可产生 5 000 美元(共计每月 125 000 美元)的收入。专家组

正在就这一问题采取后续行动，以全面追踪和记录这一黄金贸易链及所涉人员。 

石油 

89. 专家组继续跟进科特迪瓦国家石油公司将石油收入转用于购买农产品的问

题(见 S/2012/196，第 94 和 95 段；S/2014/266，第 78 段)。专家组向尚未做出回

应的行为体发出了后续信件。在编写本报告时，上述信件仍未得到答复。 

可可 

90. 2013 年，科特迪瓦的可可产量达到 1 671 100 吨的历史最高水平，比 2012

年提高 11.5%，预计离岸价格为 15 464 亿非洲法郎(30 亿美元)。15
 该部门预

计将继续增长，预计 2014 年的离岸价为 17 305 亿非洲法郎。16
 可可部门改

革项目于 2012 年启动，引入了可可种植者最低保护价机制，当前收获季节为

750 非洲法郎/公斤(1.5 美元)，这对减少科特迪瓦可可向邻国的走私产生了积

极影响。根据该项目的规定，贸易商及其中间人必须在每个收获季节开始之前

__________________ 

 13 Ben Laden de Vetcho(尼日尔)不是 Coulibaly Ousmane，后者绰号也是 Ben Laden，是圣佩德罗的

现任省长。 

 14 专家组还注意到，有些人还有可能以 16 500-17 000 非洲法郎/克的价格从产地直接购买黄金。 

 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 13/367 号国家报告《科特迪瓦：2013 年第四条磋商和扩大信贷机制安排

下的第四次审查》，2013 年 12 月 19 日。 

 16 同上，第 14/163 号国家报告《科特迪瓦：扩大信贷机制三年安排下的第五次审查以及请求修

改业绩标准和扩大现有安排》，2014 年 6 月 11 日。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http://undocs.org/ch/S/2012/196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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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咖啡和可可理事会的许可。这一规定是为了强化可可贸易链中经营者的经

营责任。 

91. 专家组指出，科特迪瓦到加纳的可可走私持续减少，而这在 2010-2012 年收

获季节科特迪瓦的非法可可出口中占大部分。对当前可可收获季节的趋势分析显

示，出现了从加纳到科特迪瓦的反向走私，因为科特迪瓦的最低限价高于邻国加

纳目前的价格。专家组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新趋势以及加纳边境和海关当局为应对

这一现象采取的措施，并将在任务期结束时做出相应报告。 

92. 上次收获期间，可可咖啡理事会报告，科特迪瓦西部产区瓦武阿、马恩、邦

格洛、达洛亚和图莱普勒，见下图)生产的可可质量排名倒数第一，但可可走私则

名列第一，主要是走私到几内亚，17
 那里的质量控制比科特迪瓦宽松，价格也

更高。专家组正在调查这一新的可可走私模式。 

科特迪瓦的可可产区(深色地区为高产区) 

 

说明：深色地区为高产区。 

93. 几个消息来源证实，一个有组织的中间商(pisteurs和 coxeurs)和贸易商(acheteurs) 

网络是走私可可的罪魁祸首。专家组正在调查这一走私网络是否涉及或享有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17 2014 年 3 月 22 日，科特迪瓦海关在 Sipilou 的一个边防哨所缴获 13 吨可可，使其未能走私到几内

亚。见 http://www.douanes.ci/?page=Infos.Actualite.News&id=334&rub=actualite&typrub=srub。 

 1 类(20) 

 2 类(14) 

 3 类(17) 

 占据区内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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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机关人员或指挥机构的支持，特别是“保卫西部安全营”。该营负责西部和

与利比里亚接壤的边界沿线的安全。 

94．已知走私者在 Ouaninou 和 Sipilou 一带的边境地区活动，从而利用海关当局

有限的监控能力，详见上文第 47 段。运送可可常有两种方法：装袋放上摩托车，

沿无人巡逻的小路驶向几内亚，再转载到等在那里的大型货车上；装袋直接放上

旧卡车(Vapeurs)。这种卡车可在几乎各种路面和路况上行驶，包括科特迪瓦-几内

亚边界沿线很少有人巡逻的森林小路。 

95．专家组注意到，由于路状不佳而无法进入的一些种植园成为可可走私的一个

有利因素。专家组联络的一些中间商和买家证实，与偏远地区的可可种植者做生

意利润较低，特别是位于瓦武阿省和马恩省市行政边界一带的种植园。因此，这

些地区的可可种植者更容易卷入在合法市场之外经营的买家和中间商的活动，他

们往往支付比最低价还低的价格。 

96. 专家组注意到，圣佩德罗港周围地区已通过海关检查的数袋出口可可被盗。

专家组会晤了可可咖啡理事会圣佩德罗地区主任 Samiga Coulibaly，询问报告的

失窃事件，得知 39 018 只用于盛装 2013/2014 年收成的空可可袋从可可咖啡理事

会在圣佩德罗的仓库中被盗。18
 专家组正在调查这些事件，以确定是否存在或

许与其任务相关的一定模式。 

97. 可可咖啡理事会正在绘制可可产区图，以便制定一份地籍，更好地预测科特

迪瓦可可种植园的产量，提供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并明确标示所有权。专家组欢

迎这一举措，因为它会提高科特迪瓦进行部门战略规划和察觉违规行为的能力，

无论是非法占有或使用可可种植园还是申报生产方面的违规行为。 

98. 在这方面，专家组指出，自选举后危机以来，西部大量土地被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和马里国民占据。人们通常认为那里的居民支持洛朗·巴博在选举中被

阿拉萨内·瓦塔拉击败后不认输。这些新来的占据者声称，土地是他们在选举

后危机期间支持瓦塔拉先生的报酬。最知名的例子是 Amade Ouremi 及其 24 000

名布基纳法索追随者占据了 Peko 山国家公园，而且开始出口在占据区非法种植

和栽培的可可。19
 自从 2013 年 5 月科特迪瓦当局逮捕了 Ouremi 先生以来，科

特迪瓦共和军尚未把上述占据者从 Peko 山清走。这种情况激怒了当地的原住

__________________ 

 18 2014年6 月30 日，可可咖啡理事会开始调查可可袋被盗事件，Coulibaly先生因此被临时行政停职。见

http://www.connectionivoirienne.net/101295/cote-divoire-san-pedro-delegue-du-conseil-cafe-cacao-s

uspendu-vol。 

 19 Amade Ouremi 是布基纳法索民兵领袖，与“新生力量”在科特迪瓦西部共同战斗，自 2002 年

9 月与其追随者占据了 Peko 山。他被指控对西部城市迪埃奎的大屠杀负责。他在 2010-2012

年选举后危机期间于 2011 年 3 月下旬占领这座城市。2013 年 5 月 18 日，在 Ouremi 先生拒绝

将 Peko 山交还科特迪瓦当局后，科特迪瓦当局将他逮捕。该省和有关地区的当局认定，占据

土地并种植可可属于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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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他们指责科特迪瓦共和军人员和指挥官是占据者的同伙，共同瓜分非法生

产可可的收入。 

99.  在这方面，专家组担心当局仍然没有在收回被占土地方面取得进展。专

家组指出，1992 年以来，当地居民与外国可可种植者之间就已经发生了冲突，

特别是在科特迪瓦西部。这些因土地原因发生的冲突是导致 2002 年“新生力

量”叛乱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且 2013 年也在该地区造成了一些安全事件。专

家组的结论是，外国国民非法占用森林和公园并用其种植经济作物的行为严重

威胁受影响地区的稳定、安全和安保，而且助长与这些资源走私有关的敲诈和

其他非法行为。 

橡胶 

100.  科特迪瓦西部地区有许多橡胶种植园，为巴博先生担任总统期间身居高位

者所有。其中一些人与破坏科特迪瓦政府稳定的活动相关，主要是资助民兵从邻

国利比里亚向科特迪瓦西部发动武装攻击。专家组在其上次报告中曾报告说，其

中的一次攻击造成联科行动 7 名维和人员丧生。 

101.  专家组特别指出，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清单上的已故 Tagro 拥有的橡胶种植园

目前由他的家人经营。专家组正在调查来自上述种植园的收入是否被用于资助与亲

巴博政权激进派有联系的个人活动。这些人在破坏现政府稳定方面有着既得利益。 

 B. 其他筹资来源 

102.  专家组收集数据的工作现正处于初步阶段，最终目的是排列各行业对经济

的贡献以及受到敲诈和剥削的程度，以可用于购买武器和军用品，并开展有关活

动。专家组还在评估其他自然资源是否已成为提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的因

素。一旦确定，将把它们列入专家组监测的自然资源清单中。 

反勒索努力 

103.  专家组欢迎政府公开打击敲诈勒索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成立以下单位：

国家检察长理事会、国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财政经济部监察长办公室、善治和

能力建设总秘书处、经济财政警察、善治高级管理局和反勒索股。反勒索股是仅

于 2013 年设立的。20
 但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专家组依然对敲诈勒索在全国的

泛滥感到关切。 

104.  对上述这些实体的初步审查显示，总的来说，它们的工作并不协调一致。

专家组目前正在评估这些实体以及法院系统完成任务的能力。如有需要，专家组

将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更多信息和详细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20 专家组知道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分别向司法系统提供关于防

勒索的能力建设支助。专家组继续在进行这方面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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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门的勒索  

105.  专家组确认先前关于拆除阿比让检查站的结论(S/2014/266，第 58 段)，但

专家组看到，科特迪瓦全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除城市入口处正式批准的检查站

外，仍然有许多检查站。21
 专家组注意到，在圣佩德罗，科特迪瓦共和军人员

在官方的固定和特设检查站以及非法检查站大肆敲诈勒索。 

106.  专家组注意到，警察部队在检查站的勒索活动较以往报告的有所减少。专

家组指出，这是因为各部委协调政策的结果。 

 六. 综合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107.  专家组就了前任专家组的报告采取了后续行动，其报告中称政府从名单上

除去了 50 人，其中可能包括受制裁的人员(见 S/2014/266，附件 57，D-3 段)。不

过，经审查发现，委员会列入名单的人员中没有这些人(见附件 28)。 

108.  专家组就前几任专家组对受制裁的 Charles Blé Goudé出书的据称收入展开的

调查采取了后续行动。2012 年和 2013 年，前几任专家组致函据说为 Blé Goudé先生

出书的法国出版商 L'Harmattan，但无任何答复。此次任务期间也发现类似的情况：

据称法国出版商 Les editions du Moment 出版了一本为巴博先生编辑的书。专家组

查询了向巴博先生支付稿费一事。对此，出版商告知专家组，已将查询转给出版

社的法律顾问。 

109.  专家组要求经济财政部介绍就继续制裁被列入名单的个人采取行动的最新

情况，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有必要指出的是，2014 年 2 月，前任专家组提

出过类似的询问，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因此，专家组对科特迪瓦政府不回应关于

实施综合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查询感到关切。 

 七. 建议 

110.  专家组认为，S/2014/266 第 315、320、324 段中的建议仍然有效。 

一般建议 

111.  专家组建议，已查明境内有亲巴博激进派人员的加纳、利比里亚和多哥对

这些人以及通过供资和(或)招募支持攻击的人启动调查和(或)启动司法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 

 21 交通部长告知专家组，全国有 33 个合法的固定检查站。专家组看到，除了这些检查站以外，

还有若干不同执法部门批准的特设检查站。此外，专家组注意到，一些穿军服的人在交通要道

上把守未经批准的检查站。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http://undocs.org/ch/S/20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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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禁运 

112.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按照第 2153(2014)号决议第 21 段的规定，收缴驻科霍

戈的第 4 步兵营的 6 支 107 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和 12.7 毫米机枪 S-80(Khawad)。

这些武器已违反制裁制度进入科特迪瓦。 

11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加强复员方案管理局的能力，建立一个核证机制，以

查明并保管好违反禁运进入科特迪瓦的所有武器弹药。 

海关和运输 

11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评估海关办事处的基础设施和设备需求，以改善条件，

特别是在与邻国接壤的边界改善条件。 

115.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确保进一步培训进入海关部门的 2 000 名前战斗人员，

以便达到卓有成效管制边境的必要能力。培训内容应包括善治和问责、海关法规

和程序，以及风险评估。 

116.  专家组建议联科行动在其职责范围内，协助科特迪瓦落实第 113 和 115 段

的建议。 

自然资源 

117.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迅速起草和通过新的采矿法的应用法令。 

118.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与财政和技术伙伴合作，并与科特迪瓦之友和专家组

合作，推行钻石行业改革行动计划。专家组还建议科特迪瓦实施尽职调查最高标

准，调查申请经营毛坯钻石购买商行许可的个人和公司的背景。 

119.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执法部门对未管制的手工金矿开采活动实行管制，其

走私活动剥夺了科特迪瓦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同时助长了敲诈勒索。 

120.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继续努力从非法占用的森林和公园中清掉占据者和种

植园。 

121.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有关当局认真监测科特迪瓦共和军人员和指挥机构，

特别是在马恩的保卫西部安全营，以及时发现与森林和公园非法占据者的合谋以

及合谋走私这些森林和公园产物的情况。 

122.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开展制定其可可种植园地籍的工作，在地籍中包括全

球定位系统定位、估计产量和所有权。 

财政 

123.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和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和建设现有的反腐败和反勒

索实体、内政安全部和司法系统的能力。首先可以对每个实体的资源和技能、其

任务的相关性和实际空间进行审计，根据需要合并实体，通过培训建设能力。 

http://undocs.org/ch/S/RES/215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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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个人 

124.  专家组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协助确保有效实施制裁，为此向专家组介绍所采

取的限制受制裁者旅行和冻结其资产的所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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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Meetings and consultations held by the Group of Experts in the course of 

its mandate 

  BELGIUM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European Commissio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CÔTE D’IVOIR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Mines; Ministry of Transport; Kimberley Process Secretariat (SPRPK-CI); 

Société pour le Développement Minier de la Côte d’Ivoire (SODEMI) 

Diplomatic missions 

Embassy of Belgium; Embassy of France; Embassy of Israel;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Delegation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Côte d’Ivoire (UNOCI); United Nations Mine Action 

Service (UNMAS); Property Rights and Artisanal Diamond Development Project 

(PRADDII) 

  FRANC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NETHERLAND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ntitie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AUSTRALIA 

Africa Down Under 2014 Conference Perth  

Ministre des Min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dustriel du Niger; Ministre des Mines et de 
l’Energie du Burkina Faso; Ministre des Min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dustriel du 
Niger; Ministre des Mines et Géologie de la Guinée; Ministre des Mines du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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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List of Ivorian refugees recruited in Little Wlebo Camp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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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ers identified as refugees from the Little Wlebo Refugee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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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 Refugee number Refugee Camp 

Nemlin Jean  1351134 Little Wlebo 

Wah Kouabo Charles 1363735 Little Wlebo 

Djouka Kagouho Noel 1350483 Little Wlebo 

Gnessoi Hie Brice  1350639 Little Wlebo 

Poli Kapet Achille 1362410 Little Wlebo 

Nean Ange 1362887 Little Wlebo 

Kapet Leornado Davinci 1362870 Little Wlebo 

Gnepa Georges 1363399 Little Wlebo 

Gnaoua Klezo Eric 1350202 Little Wlebo 

Adou Yedoh Fregiste 1363784 Little Wlebo. 

Gnagbe Kapeyou Augustin 1350375 Little Wlebo 

Weya Tahi Olivier 1363844 Little Wlebo 

Kohou Yeyi Emmanuel 1362921 Little Wl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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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Status of Demobilisation and Demilitarisation  

(January-June 2014) 

Source: http://www.addr.ci/resumedd.php?page=desa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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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 

  Groups targeted by the 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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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  

  Document identifying Hien Sansan Ludovic as a member of the 

Republican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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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 

  Customs offices visited by the Group of Experts 

 

Office visited by the Group Locatio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Abidjan 

National Customs Training Centre Abidjan 

Reg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Man 

Reg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San Pedro 

Customs Office  Ouaninou 

Customs Office Grabo 

Customs Office Prollo 

Border post Santa 

Mobile Brigade Dan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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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7 

  Sites where access to weapons embargo inspections has been denied  

Date Unit Reason 

3 July 2014 San Perdo (Gabiadji) – Gendarmerie 

 

 

 

 

 

 

 

 

 

Need authorisation from 

the higher hierarchy 

 

3 July 2014 Boundoukou (Transua) – FRCI detachment 

 

10 July 2014 Boundoukou (Tanda) – Gendarmerie 

 

17 July 2014 Seguela (Massala) – FRCI camp 

 

22 July 2014 Abidjan sector – Special Forces 

 

23 July 2014 Bouaké – Engineer battalion 

 

2 August 2014 Tongon – Gendarmerie 

 

12 August 2014 Abidjan sector (Adjame) – Engineer Battalion 

 

14 August 2014 Seguela (Fifie) – FRCI camp 

 

21 August 2014 Odiene (Minignan) – Police 

 

21 August 2014 Bounddoukou (Temogossie) – FRCI De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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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8 

  Examples of transformation of non-lethal equipment into lethal 

equipment 

 

Mounting for an automatic weapon placed on the roof of a vehicle ALTV 

produced by ACMAT (France) 

 
 

 

1. Mounting is installed on the top of the tubular structure 

2. View of the mounting (pivot) 

3. In a plastic bag, a heavy machine gun is stored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vehicle. 

 

  Picture with details 2 & 3 has been taken in Abidjan in Augu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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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types of modifications observed 
 

The Group has observed three types of modifications on vehicl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mandate. 

The first is the mounting of a structure in the form of ma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heavy armament that is observed on Toyota Land Cruiser pickups.  

The second is an addition of a flange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a machine gun (light 

or heavy) on the tubular structure generally seen on some ALTV vehicles supplied by 

the company ACMAT (France).  

The third is completing the second variant by an additional mounting for the co-driver. 

This model has been observed in use in the Special Forces unit. 

 

Mod A: Pick-up Toyota Land Cruiser equipped with a heavy machine gun  

12.7 mm (D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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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 B: ALTV armed with a 12.7-mm heavy machine gun 
 

 

Mod C: ALTV vehicle observed in August 2014 at the Nationa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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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unting for a heavy machine gun (not mounted). 

2. Mounting for a light machine gun (not mou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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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9 

  Armed vehicles observed in various units 

 

 

 

 

 

 

 

 

 

 

 

 

 

 

 

 

 

 

Pickup Toyota Lancruiser transformed in a combat vehicle 

Vehicle in use in the Batallion de sécurisation du sud-ouest. 

Equipped with a mounting for a heavy machine gun. 
 

 

 

 

 

 

 

 

 

 

 

Pickup Toyota Lancruiser transformed in a combat vehicle 

Vehicle in use in the Republican Guard. 

Equipped with a ZPU1 heavy machine gun (14.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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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undai light civilian truck transformed in a combat vehicle 
Vehicle in use in the Batallion de sécurisation de l’ouest. 

The weapon is a ZPU4 (4 heavy machine gun 14.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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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0 

  Arms and materiel observed at the 4th Infantry battalion  

in Korhogo 

 

Vehicle with MRL bearing the GASPM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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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1 

  BM21 bearing the GASPM logo observed in Korh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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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2 

  Presence of 6 multiple rockets launchers (MRL)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Sudanese production 



S/2014/729  

 

14-60684 (C) 42/79 

 

View of the launchers mounted on the vehicles 

 

 

 

 

 

 

 

 

 

 

 

 

Comparison of MRL observed in Korhogo and two samples MRL observed in 

Korhogo 

Sample 1: Extracted from the MIC.sd Website — http://www.mic.sd/idex/en/. 

 

 

 

 

 

 

 

 

 

 

 

 

http://www.mic.sd/idex/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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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2: Similar weapons from South Sudan 
 

 

 

 

 

 

 

 

 

 

 

Comparison of MRL observed in Korhogo and a sample of Sudanese production 
 

Details of the marking of the MRL observed in Korh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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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Detail of the marking of a MRL observed in South Sudan 
 

 

 

 

 

 

 

 

 

 

 

 

 

 

 

 

 

Details of the markings 
 

Details of the marking of the MRL observed in Korh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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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of the marking of a MRL observed in South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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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3 

  Arms and materiel observed at the 4th Infantry battalion in Korhogo 

 

3 Heavy machine guns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Sudanese production. 

Heavy machine gun mounted on ALTV (AC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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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bishi pickup observed in Korhogo equipped with similar machine gun 

 

 

 

 

 

 

 

 

 

 

 

 

 

 

 

 

 

 

 

 

Picture taken during the final offensive on Abidjan (April 2011), here mounted on 

a civilian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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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4 

  ADDR marking on one of the machine guns observed in Korhogo 

 

 

 

 

 

 

 

 

 

 

 

 

 

 

  Registration numbers of the machine gun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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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registration numbers with other samples 
 

Sample 1: From the MIC.sd Website — http://www.mic.sd/idex/en/. 
 

 

 

 

 

 

 

  

 

 

 

 

 

 

 

 

Sample 2: Picture taken at the MIC stand during IDEX (February 2013/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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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5 

  Heavy machine gun with markings mechanically removed 

ZPU1 heavy machine gun (14.5 mm) on a pickup Toyota Land cruiser  
 

 

 

Serial number mechanically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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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6 

  Mountings ready to be 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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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7  

  Shipping barcode sticker indicating Nouakch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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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8 

  Documents discovered on board of one of the vehicles carrying  

a M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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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mentioning PG-7 ammunition manufactured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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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mentioning optics for « A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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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9 

  Accessories for QLZ-87 automatic grenade launchers 

 
 

 

 

 

 

 

 



 S/2014/729 

 

 

63/79 14-60684 (C) 

 

 

Annex 20  

  QLZ-87 DFJ (AT-AP) ammunition manufactured in 2008  

 

 

 

 

 

 

 

 

 

 

 

 

 

 

 

 

 

 

 

 

 

The full marks on the shell are: DFJ87-35 AT/AP; 02-08-101.  

Marks on the fuze (identifying fuze production) read: DRJ/DF J87-35 3-07-9624. 

Marks on the shell base (identifying shell production) read, clockwise: AL 101 0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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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1 

  82-mm mortar store ammunition with characteristic similar to Sudanese 

production 

 

Batch number 116 – 0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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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2  

  PG-7 ammunition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Iranian production  

 

  Ammunition observed by the Group in Korhogo in July 2014 — Batch Number: 

17-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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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munition observed by IMEU in Anyama in January 2013 — Batch Number: 

17-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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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3  

  Details on material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those of Sudanese 
production or whos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share similarities with those 
made in Sudan observed by the Group in 2013 and 2014  
 

Type of material Report 

  7.62x39-mm ammunition S/2013/228 — Para 45/46 

S/2013/605 — Para 44/45 

S/2014/266 — Para 47 

This report — Para xx 

7.62x54R ammunition S/2013/695 — Para 42/45 

S/2014/266 — Para 47 

12.7x108-mm ammunition S/2013/228 — Para 55 

60-mm mortar bomb S/2013/605 — Para 41 

Fuze for 82-mm mortar bomb S/2013/605 — Para 46/49 

120-mm mortar bomb S/2013/605 — Para 41 

Type 56-1 rifle with tampered markings S/2013/228 — Para 61 — Annex 16 

35x32-mm ammunition for automatic grenade launcher 

QLZ-87 

S/2013/228 — Para 57 

This report — Para xx 

Tripod and optic for automatic grenade launcher QLZ-87 This report — Para xx 

Multiple rockets launcher 107 mm (Taka 107) This report — Para xx 

Heavy machine gun 12.7 mm (Khawad) This report — Para xx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uda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CP and FPI S/2013/228 — Para 47/48 

 

 

http://undocs.org/S/2013/228
http://undocs.org/S/2013/605
http://undocs.org/S/2014/266
http://undocs.org/S/2013/695
http://undocs.org/S/2014/266
http://undocs.org/S/2013/228
http://undocs.org/S/2013/605
http://undocs.org/S/2013/605
http://undocs.org/S/2013/605
http://undocs.org/S/2013/228
http://undocs.org/S/2013/228
http://undocs.org/S/20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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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4 

  Ministerial Decree appointing members of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of 

the KP in Côte d’Ivoire (SPRPK-CI)  
 

 



 S/2014/729 

 

 

69/79 14-60684 (C) 

 

 

 

 



 

 

S
/2

0
1

4
/7

2
9

 
 

7
0

/7
9

 
1

4
-6

0
6

8
4

 (C
) 

Annex 25  

  Côte d’Ivoire validated Action Plan for diam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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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6  

  Activities already executed under the validated Action Plan for diamonds  

 

Actions Status 

Strategic planning  

Share Validated working plan with the Sanctions Committee  

and the KP Working Group on Monitoring 
DONE 

Diamond sector governance reinforcement   

Analysis of legal texts to adopt or modify to complete  

diamond sector governance procedures  
 

Meeting with CENTIF to discuss modalities for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Reinforcement of rough diamonds evaluation capacity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scales and loupes  DONE 

Diamond evaluators training in Guinea DONE 

Creation of diamond buying houses   

Workshop to present procedures and requirements to apply  

for permits to operate buying houses 
DONE 

Expression of interest for permits to operate diamond buying houses   

Reception of candidates for permits to operate diamond buying houses   

Selection of operators to run diamond buying houses  

Agreement of diamond buying houses   

Self-evaluation of diamond traceability system   

Coordination  

Participation to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PRADD II DONE 

Joint missions for the opening of PRADD II offices and  

launching of activities in Seguela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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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7  

  River-dredging boats used for unlicensed gold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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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8  

  Liste des 50 personnalités pro-Gbagbo dont les comptes ont  
été dégelés 

REQUISITIONS 

Le 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près le Tribunal de Première Instance 

d'ABIDJAN-PLATEAU, Vu les articles 41, 74 et suivants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Vu mes réquisitions numéros 143/CF/PR-AP/TPI, 342/CF/PR-AP/TPI et 

484/CF/PR-AP/TPI datées respectivement des 03 MAI ,08 et 28 JUIN 2011 aux fins 

de gel des avoirs; Ensemble les requêtes, aux fins de dégel de leurs avoirs, présentées 

par les requérants ou leurs mandataires; Attendu que la requête des intéressés, aux fins 

de rapporter les réquisitions sus-indiquées en ce qui les concerne, est justifiée et qu’il 

convient d’y faire droit; 

EN CONSEQUENCE;  

Requiert les Banques et Etablissements financiers de LA REPUBLIQUE DE COTE 

D'IVOIRE de bien vouloir autoriser tout mouvement financier sur les comptes 

bancaires appartenant aux personnes ci - après nommées:  

1  ABOUT BOLI RAPHAEL 

2  AFFOUM BAMBA F 

3  AFFRO THÉOPHILE 

4  AHOUMAN NATHANAEL 

5  AKE N'GBO GILBERT MARIE 

6  APIAH NÉE KOUASSI AHOU SOPHIE 

7  ASSI BENIE JOSEPH 

8  BEDE KOFFI 

9  BEONAHO AMOS, JOURNALISTE 

10  BIOT ÉPOUSE KOUA BLANDINE 

11  COULIBALY YACOUBA 

12  DAGOU OSSEY ALBERT 

13  DALIGOU MONOKO JACQUES ANDRE 

14  DIALI ZIE 

15  DJA OBOU BLANDINE 

16  DJECOURY BADJO ELISABETH EPOUSE DAGBO JEANINE 

17  DOH NOEL 

18  GUEDE ZADI MICHEL 

19  GUEHI BLE 

20  GUEI FRANCK 

21  HIEN CHARLEMAGNE 

22  IBRAHIM EZZEDINE 

23  ISSA SANGARE YERESSO 

24  JOSEPH ASSI BENIE 

25  KACOU JACQUES 

26  KATA KEKE 

27  KLAH KOUE SYLVANUS 

28  KOIDOU DJAGORAN CONSTANT 

29  KOMOE KOUADIO AUGUSTIN 

30  KONATE NAV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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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KOUAME ANNE GNAHORET TATRET 

32  KOUATY INNOCENT 

33  KOUDOU KESSIE RAYMOND 

34  LAGO DALEBA ODETTE 

35  LOBA GNANGO EMMANUEL PATRICK 

36  LOBE LOBE 

37  M’BOUGOUA ABI BLAISE 

38  MEL THEODORE 

39  MOBIO KOUEDAN ROGER 

40  N'DA AMETCHI 

41  N'GBE DENIS 

42  N'GBECHI GHISLAIN  

43  NOEL TAILLY  

44  OUATTARA GNONZIE  

45  RENE DEGNI-SEGUI  

46  SOUKOURI BOHUI  

47  SOUMA ANDRE  

48  TOH FERDINAND  

49  YAO SEKA ANGELA  

50  YEHIRI GOHOU CHRISTOPHE 

Et permettre, dés à présent, toutes transactions sur les actions, obligations et autres 

titres détenus par les sus-nommés dans leurs livres SOUS RESERVE DE 

L'APUREMENT DES DETTES FISCALES ET BANCAIRES DONT LE TABLEAU 

EST JOINT.  

Fait au PARQUET D'ABIDJAN-PLATEAU le, 21 mai 2014  

LE 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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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9 

  Press article on Damana Pickass  

Extracted from: http://www.ladepechedabidjan.info/DECISION-DE-TRANSFEREMENT- 

DE-CHARLES-BLE-GOUDE-A-LA-COUR-PENALE-INTERNATIONALE-TOUT-CEC

I-VA-MAL-FINIR-_a17263.html 

DÉCISION DE TRANSFEREMENT DE CHARLES BLÉ GOUDÉ À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 TOUT CECI VA MAL FINIR ! 

Ce qui se passe actuellement dans notre pays est d’une extrême gravité. Cependant, il 

n’y a aucune place pour des réactions émotives et précipitées.  

La pire des erreurs serait d’engager une riposte qu’on ne serait pas capables de 

conduire jusqu’à son terme, alors là ils vont nous anéantir définitivement et 

durablement.  

En l’état actuel de notre pays, la question n’est plus de savoir si nous allons nous battre 

mais plutôt quand nous allons nous battre.  

Et ce moment qui n’est plus loin a besoin qu’on se prépare rigoureusement.  

Les actes actuels de provocation du gouvernement sont inadmissibles. Soyons tous en 

alerte maximale et élevons le niveau de la mobilisation. Ouvrons grandement les yeux 

et les oreilles et sachons décoder les signaux.  

Le RDR ne veut absolument rien comprendre vu ses agissements :  

-l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non encore libérés,  

-le refus de dialogue avec le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sur les États-généraux de la 

République,  

-la décision unilatérale du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qui en réalité engage l’avenir 

de la Côte d’Ivoire et donc devant faire l’objet d’un consensus.  

Aujourd’hui le gouvernement nous donne le coup de grâce avec le transfèrement 

d’un jeune ivoirien d’à peine 40 ans, le ministre Charles Blé Goudé, à La Haye 

alors que Ouattara lui même avait de sa voix dit qu’après Laurent Gbagbo, plus 

aucun ivoirien n’irait à La Haye. Cette déportation vient anéantir les derniers 

espoirs d’une réconciliation boiteuse. Le dialogue est donc définitivement rompu 

entre le gouvernement et nous.  

Face à tout ceci, nous n’avons plus d’autres alternatives que d’engager le combat de 

rue frontalement. Advienne que pourra.  

Nous devons sauver la Côte d’Ivoire de cette dictature ou alors nous périrons tous l’un 

après l’autre.  

Que Dieu nous bénisse et préserve chacun de nous.  

Damana Adia Pick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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